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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为季刊，旨在追踪中国可持续金融的发展，不断更新反馈中国银行、证券市

从事的中国可持续金融相关

果有问题的话，请跟卢薪如

2013 年 1 月简报，总

         本
场、政府监管部门、民间社会和国际利益相关方推动中国金融部门可持续金融发展的行动

倡议情况。我们欢迎各方相关人士阅读以下最新消息，并把所

工作信息反馈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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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证券时报》

1

13 世界自然基金会

 

中国

1 中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实施进展 

报道，截至 2013 年 1 月，有 4 家中国商业银行设立了实施绿色
炼和

下滑，环境友好项目的信用额度则不断增长。
发起了新的绿色信贷倡议行动。例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金融的专责部门。该报道称，由于银行相关措施的开展，钢铁、水泥、火力发电、冶

煤化工等行业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的贷款额已经

近期，部分商业银行 新开发了一

个绿色信贷体系，为低碳行业提供全方位绿色金融服务。 

         尽管如此，商业银行仍会是环境敏感行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比如，中国银行和

天津矿业权交易所——一家采矿权和探矿权的交易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承诺提供

100 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中国矿业企业的海外扩张。 

         多家中国媒体支持国内银行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上作出的努力。《证券时报》

2 中国媒体推动国内银行的绿色实践 

2013
出了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国内银行业绿色信贷实施上的表

。《每日经济新闻》则授予了兴业银行

年 1 月的报道突

率作用 “最具社会责任上市公司”称号，以此表彰

露和监管来改善绿色信贷表现，因
银行给污染企业提供了融资。然而，环保部政策研究中

其“在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可持续金融和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成就”。 

         媒体同时也鼓励各商业银行通过加强贷款信息披
为环保部门往往不清楚哪些

心2012 年 9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只有小部分银行真正落实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 

论坛。
发布的一项上市公司环境责任的最新调查

3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论坛 

         据光明网讯报道，近 100 位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高管参加了讨论环境责任的
论坛上 表明，鲜有上市公司认真对待环境责任。

2010 年的相关数据显示，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上市公司中只有一半以上发布了企业社会责

色信贷指引》推动中国银行合同能源管理融资

场手段促进节能减排”
资而设计的“合同能源管理融资”业务，并于 2013 年 1 月与山东

了第一个该类贷款合同，来帮助企业降低动力煤使用量。另外，兴

业银行也试推出了“节能服务商模式”跟客户签订节能服务合同。 

任报告。 

4 《绿  

        根据《绿色信贷指引》要求，中国农业银行推出了专为“运用市

及促进企业节能改造投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http://news.cnstock.com/finance/201301/2442094.htm


政策

5 银监会统计银行绿色信贷实施情况 

发展 

12 月披露已完成银行绿色信贷实施效果统计        银监会于 2012 年 的初步工作。据银监会

相关人士表示，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测评、汇报和核实各银行融资项目的环境效益。

录 

保部在 12 月更新发布了2012 年版“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综合名录

目前，银监会正征询各部委的意见和建议，预计接下来会在各银行试行，可能于 2013 年

起开始正式实行。 

6 环保部发布环境敏感产品新名

        环 。该目录

部门。此外，环保部还针对

该名录提出了七项政策措施建议，包括取消出口退税、禁止产品贸易等。 

7 环保部发布通知加强环境信息公开 

        与之前加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步伐一致，环保部在 10 月 30 日发放了《关于进一步

不对外公开，涵盖了 596 项环保部寻求通过经济政策和市场规范加以规制的产品。该名
录抄送给了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 13 个相关政府

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该项通知是在环保部 2010 年 9 月发布的环境信息

披露指南意见稿基础上发布的，意见稿要求上市公司更明确履行环保责任、承担环境信息

披露义务（更多信息请参见 2010 年 11 月总第 10 期简报）。 

8 湖北省为环境友好项目提供政策性优惠融资 

湖北省在 2013 年 1 月采取措施促进绿色信贷和污染减排。湖北省环保厅与兴业银行

域与多家中国上市银行绿色信贷项目负责人就各银行绿色

面分别在上海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的平安银行、
银行和光大银行以及福州的兴业银行进行。会面获得的信息将有助于大众流域

2012 年度银行评估中对各银行环境表现更好地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这些会面交

         
武汉分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旨在为湖北省内节能减排项目的建设提供融资支持。根据
协议条款，拥有污染减排项目的企业可获得全面的融资支持服务，包括贷款期限及利率优

惠的特殊贷款。 

民间社会动态 

9 大众流域就绿色信贷与中国银行会面 

         2012 年第四季度，大众流

信贷政策和措施进行了会面交流。会

北京的工商

在其

流促进了大众流域与各银行的相互理解，加强了双方关系。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大众

流域的CHEN Yuxin。 

10 创绿中心回顾评析中国绿色金融过去 20 年的历程 

        创绿中心发表评论回顾评析了中国过去 20 年财政金融政策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中的

运用。该标题为《财政政策和绿色金融》的评论表示，环境相关税收补贴、排污收费、绿

源能源定价及中国银行绿色贷款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色政府采购、公共环保投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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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

色金融更有效。该评论被收录在最新报告《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

社会的视角》中，这份报告由创绿中心、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中

国国际组织民间合作促进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自然之友六家中国民间组织共同发布。
报告回顾了中国过去 20 年可持续发展领

。结合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该评论同时也突出了现存的机遇和需求，从而使绿

域取得的进步，囊括了 100 位来自政府、企业和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访谈和观点。该报告同时也包含了中国民间

社会对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建议。 
环境组织相关人士对中国

         阅读中文报告请在此点击，英文摘要请在此点击。 

11 商道纵横和全球见证发布关于企业透明度和上交所的新研究 

        全球见证和商道纵横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上交所在现有社会责任和企业管理措施上，

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采掘类企业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程度。《企业透明度报告：中

国采掘类上市公司向政府支付资金披露现状研究》对 2010 和 2011 年度上交所上市的采

掘类企业向资源富裕国政府支付税金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另外，该报告突出了上交所采取

的创新措施，对中国采掘类行业利益相关者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全球见证和商道
纵横建议上交所审核现有的采掘行业的信息披露要求，尤其应当遵循国际最佳实践标准，

要求采掘企业每年度提供向本国及资源国政府支付资金的详细情况。该报告于 1 月 16 日

在北京正式发布。 

国际合作和可持续金融发展 

12 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兴市场监管者建立可持续银行网络 

        国际金融公司在 2012 年 12 月发起了可持续银行网络，通过知识技术资源共享来帮助

新兴市场的银行业监管者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和环境社会风险管理指导方针。这个由国际金

融公司发起的网络是一个银行业监管者和银行业协会的非正式小组，支持成员在其国家银

行业制定可作为环境社会最佳实践的相关标准、政策和指导方针。该网络是应 2012 年 5
月在北京参加国际绿色金融论坛的一些国家的要求而建立的，这些国家要求国际金融公司

帮助建立监管者网络来分享见解和经验。至今为止，已有来自孟加拉、巴西、中国、印尼、

老挝、蒙古、尼日利亚、秘鲁、泰国和越南的成员加入。 

13 世界自然基金会与银监会合办银行培训 

         世界自然基金会为中国金融机构合办了一个主题为如何利用绿色信贷指引评估水资

源项目贷款环境社会风险的培训。这个名为“水资源和风险管理”的培训于 2012 年 9 月

20‐21 日在苏州召开，与会的 18 家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等，讨论了水电建设和其他水资源
项目的环境社会风险。这是自 2012 年 2 月以来由世界自然基金组织和银监会合办的“绿

色信贷 指引”培训系列的第二场。 


